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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北京市西城区商务
局支持、区饮食行业协会主办的第四届
西城区老字号餐饮文化节圆满落幕，全
区130余家老字号餐饮企业及重点餐饮
企业代表参加闭幕式。

为期四个月的第四届西城区老字
号餐饮文化节包含了老字号特色美食
展卖、老字号美食文化展览、老字号美
食文化进校园、老字号金牌创意菜评选
等各类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

闭幕式上，西城区饮食行业协会公
布了第三批“百年传承金牌菜”评选结
果。据悉，第三批西城区老字号“百年
传承金牌菜”是继热菜、小吃面点评选
后以老字号特色熟食、凉菜为主的评选
活动，经过网络投票，最终柳泉居的千
层脆耳、峨嵋酒家的夫妻肺片、淮扬春
的肴肉等10道菜品荣获最受百姓欢迎
的“百年传承金牌菜”。同时，协会开展
首批老字号“金牌创意菜”评选结果也
在现场予以公布，致美楼的茶香排骨、
同和居的如意三不沾、庆云楼的凝脂芙
蓉鸡等10道菜品荣获最受百姓欢迎的
老字号“金牌创意菜”。

西城区饮食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
本次文化节的开展，全方位、多角度地
展示了我区老字号餐饮品牌的独特魅
力和历史底蕴，激发了广大市民和食客
对我区老字号餐饮企业的热情，促进了
西城餐饮消费市场的进一步繁荣。

（北京市西城区商务局）

本报讯 景天 近日，由北京市海淀
饮服行业协会主办的第22届中关村国
际美食节分会场活动之第七届俄罗斯
美食节在位于海淀区的基辅罗斯餐厅
启动。北京烹饪协会，北京市餐饮行业
协会，西城区、丰台区、大兴区餐饮协会
负责人，以及来自海淀区商场购物中
心、餐饮企业的相关负责人，共60余位
嘉宾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基辅罗斯餐厅负责人
对美食节的各项活动内容进行了介绍，
海淀饮服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邢涛致
辞；领导及嘉宾上台启动俄罗斯美食
节。据了解，基辅罗斯餐厅位于海淀区
玉渊潭南路，始建于2000年6月，是一家
经营俄罗斯风味的西餐厅。基辅罗斯餐
厅行政总厨盖国庆介绍：“在本届俄罗斯
美食节上，我们准备了俄罗斯特色食品、
特色口味腌制食品、特色海鲜食品以及
俄罗斯工艺品等四个板块的展示。消费
者在俄罗斯美食节可以看到俄罗斯冰激
凌、格瓦斯、伏特加、大列巴、俄式香肠、
精酿啤酒等各种食材及俄式风情手工艺
品，其中部分食材还是首次引入国内市
场，期待各位食客来到美食节现场，品俄
罗斯地道美食。整个俄罗斯美食节活动
将持续到2025年春节结束。”

海淀饮服行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中
关村国际美食节已经连续举办了22年，
此次美食节作为2024年北京国际美食
荟和2024年北京消费季?悦动海淀的分
会场活动之一，已经开展的活动有海淀
区云尚年夜饭、海淀深夜食堂节、海淀
国际美食狂欢节、第14届香山德国啤酒
节、云尚火锅节、美食进社区等线上线
下各种美食活动。本次俄罗斯美食节
也是中关村国际美食节的分会场之一。

第七届俄罗斯美食节
在海淀区启动

高端餐饮走出CBD走进新圈层

从超极合生汇的“开门红”到首开通州万象汇的亮眼出场，餐饮业态的火热不断撬动着商圈发展，
大众餐饮的质价比，高端餐饮的寻新地，餐饮正多维度、深层次地嵌入新商圈的肌理。餐饮业态正与
多个业态相互借力，促进新商圈展现更多活力。

第四届西城区老字号
餐饮文化节落幕

商场“食堂化”成引流捷径

餐饮已然成为当下各大商场引流的
关键要素。根据窄门餐眼梳理发现，目前
北京商场、购物中心商户总数排名前十的
商业体中，餐饮业态占比最高的能达到
42.9%。而2024年新开的购物中心，尤其
是新城圈的餐饮业也成为重头戏。

2024年9月，首开通州万象汇入市，
开业仅两天就吸引了近30万人次的客流
量，销售额达2800余万元。其中餐饮业
态更是火热，新世纪青年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旗下的青年星厨、徽苑及老墙根涮肉3
家门店深有体会，据新世纪青年总助张纵
宇介绍，门店提前准备了200多份经典菜
品，许多菜品在当天下午便售罄，3家门店
开业前3天每天排号达到300~400桌，均
是各自品牌在北京门店的销售第一名。

从分布来看，在商场的布局规划中，
专门的餐饮楼层屡见不鲜，首层出入口
设置快餐门店也已成为常见策略，非餐
饮楼层的休闲餐饮布局也日益精巧。其
中，在服装区、娱乐区等楼层合理设置茶
饮店、咖啡店、甜品店等休闲餐饮场所，
为消费者提供了购物、娱乐过程中的能
量补给与休憩空间。

北京超极合生汇相关负责人表示，
餐饮业态是吸引人流的重要因素，能够
在不同时段增加商场客流的同时，带动
商场内其他业态的销售机会。据统计，
平日餐饮客流高峰期的午餐和晚餐时
段，餐饮客流量能占到商场全日餐饮客
流量的80%~90%。就超极合生汇东区而
言，其餐饮面积占比32%，不仅与零售、
娱乐等业态相互补充，完善商场的商业
生态，餐饮销售在商场总销售中的占比
也较为可观，且增长趋势稳定，为商场整
体的经营收入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餐饮丰富度待提升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与扩张，一些
新城商圈的商场借助餐饮的东风迅速崛
起。这些区域的商场积极引入各类首
店、网红门店，为商圈注入了强大的吸引
力与新鲜活力。

近年来，不少餐饮品牌布局北京市
场时，偏爱较为热门且入市时间较长的
商圈，如今具备潜力的新商圈也迎来了
北京首店。主打徽菜的徽苑便将首店选
在了首开通州万象汇，与商场相互借力，
共同推动新商圈发展。张纵宇
表示，近年来，通州得
到了政府的大

力支持和重点规划建设，发展潜力巨
大。徽苑首店选在首开通州万象汇则是
综合考虑了品牌发展、商圈潜力、商场优
势等多方面因素的结果。双方之间存在
着相互借力的关系，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此种合作模式有助于徽苑品牌的发展，
还为商场带来商业机会和竞争优势，共
同推动区域商业的繁荣发展。

再从目前新商圈内餐饮业态的细分
品类来看，大众餐饮占比较高，但网红餐
饮、北京首店以及不同定位的餐饮品牌
仍有丰富空间。在超极合生汇东区开业
的餐饮品牌中，以平价餐厅为主、烘焙甜
品为辅的餐饮业态持续领航，合计占商
场总新开店铺数量的44%，定位大众市
场的餐饮成为短期内需求主力。超极合
生汇相关负责人表示，知名度高的餐饮
品牌能自带流量，吸引顾客前来消费。

近年来，新商场接连入市，高端商
场、社区商场纷纷引入大量餐饮品牌，大
众餐饮顺势成为商场与餐饮业态联动的
关键一环。张纵宇指出，新商场自带强
大的客流吸附力，入驻其中的大众餐饮
品牌得以搭乘商场的“流量快车”，快速
打响知名度并收获高曝光。

高端餐饮寻新地标

随着餐饮行业的蓬勃发展，其对商
圈的带动作用日益显著。各大购物中心
中餐饮业态的占比持续攀升，高端餐饮
更是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中央商务区
（CBD），逐渐向京郊等新城圈扩散。

长期以来，CBD凭借其优越的地理
位置、密集的商务人群和完善的配套设
施，一直是高端餐饮的聚集地。然而，随
着城市的发展和消费市场的演变，京郊
等新城圈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巨大的发展
潜力，吸引着众多高端餐饮品牌入驻。

北京宴、俏东北等知名餐饮企业在通
州开店，便是高端餐饮外溢的典型例证。
这些品牌凭借其精致的菜品、优质的服务
和独特的经营理念，迅速站稳脚跟。同
时，首钢园等新兴商业区域也成为高端餐
饮的新宠。这些地方凭借现代化的商业
设施、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旅游资源等，为
高端餐饮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北京海归海餐饮集团中国服务研究
院负责人冯睿表示，一批高品质餐饮落
地非CBD区域有助于打造区域标杆，为
当地餐饮行业树立新的标准和典范。其

次，树立产业文化至关重要。以俏东北、
湘上湘等米其林品牌落地通州区为例，
将大运河等地域特色文化符号、特色食
材以及乡村振兴等元素与餐饮相结合，
可以打造出独具特色的餐饮文化品牌。
这样不仅能传承和弘扬地域文化，还能
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实现多赢局面。随
着高品质餐饮外溢，不同品牌的餐饮企
业可以在京郊新城圈共同发展，为消费
者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美食体验。

释放文商旅“热效应”

随着文商旅的不断融合，新商圈所
具备的属性不再局限于单一的传统零售
或是餐饮，文化、体育与影视等元素亦大
量涌现。餐饮业态在借助新商圈丰富属
性引流的同时，也在推动着新商圈的融
合与发展。

除了北京环球度假区内的餐厅之
外，园区的出现也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
周边餐饮业态的发展，在首开通州万象
汇入市后，来环球影城游玩的消费者不
仅有了更加丰富的餐饮新选择，商场内
的餐饮商户也能感受到强烈的外溢效
应。张纵宇表示，有不少消费者都是在
环球影城体验完游乐项目后来首开通州
万象汇用餐，其中更是不乏购买纪念品
或进行其他休闲活动的消费者。

冬奥会结束之后，首钢园也踏上了
创新进阶的征程，在商场六工汇的配合
下，THEWOODS、北平制冰厂、九本居
酒屋等餐饮区域首店被引入。

2024年2月，市商务局等9部门发布
《推动北京餐饮业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
国际美食之都行动方案》提到，北京还将
打造美食聚集地，各区针对饮食文化、旅
游资源等不同特点，统筹规划布局餐饮
服务功能，实现“一区一特色”错位发展。

虽说餐饮与新商圈相互促进发展的
例子不再新鲜，但对于部分具有季节性
特点的商圈而言，如何在淡季通过餐饮
业态带动整体发展是其需要面临的挑
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农文旅产业振
兴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袁帅指出，部分带
有文旅特点的新商圈距离市区较远，且
具有季节性特点，因此在旅游淡季时，餐
饮与商圈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餐饮业
态可以通过推出符合大众口味的菜品、举
办特色活动等方式，吸引更多消费者前来
体验。同时，商圈也可以加强与文化、体
育等元素的融合，打造多样化的消费场

景，提升消费者的体验感。
（据北京商报）


